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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境下迸发了巨大的创作激情，在承接经典西部片美学

旨趣的基础上，在题材内容、主题内涵、形式风格以及

现实观照等方面都进一步呈现出新的面貌。包括在“人

民性”“现代性”等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面，在生态问

题的书写、新乡土叙事的探索、西部儿童题材的拓展方

面，以及对电影视听本体的持续探索创新等领域获得了

诸多丰硕成果，成为中国地缘电影、区域电影创作和研

究中的突出现象，也极大程度地强化了新时代中国电影

的民族性、地域性标识。

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，“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

结合、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，是各种艺术要素

和技术要素的集成，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。”①一方面，

产业的不断增长与行业的细化与完善，使得新时代以来

的西部电影创作主体呈现“跨域合作”的特征。与过去

的中国西部电影那种由西部电影人主动进行的“祛魅”

式创作相比，当下的“新西部”成为一种公共性、行业

性的创作资源，创作人员全行业、全地域流动与竞争。

另一方面，青年电影人崛起，尤其是学院派青年电影人

长期接受经典电影和艺术理论的训练，他们更善于在新

西部电影的创作中发挥艺术的想象并进行创造性表达，

使西部电影在新时代的银幕上呈现出一种严肃而并不沉

重、鲜活而并不滥情的艺术质感。

第一，新时代新西部电影中的“人民性”探索和表

达。“人民性”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特征。习近平总

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，“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

在的根本价值所在。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，最根本的决

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怀。 一

切轰动当时、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，反映的都是时代要

求和人民心声”。①“人民性” 在新西部电影《柳青》

《李保国》《十八洞村》《无翅飞翔》等影片中得到深

刻体现。陕西本土导演田波执导的电影《柳青》再现了

柳青扎根基层、深入人民、潜心创作的全过程。影片秉

承新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，以动态的眼光认识

历史与现实生活，在时空的流转中挖掘人性的真善美，

用思想深刻、清新质朴、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

的审美观、价值观。同时，影片从细微处发力，将柳青

的生命感知、理想信念、心灵感悟与时代进程及国家命

运结合起来，以小人物的生命经验与情感体验赢得观众

情 感 接 受 的 最 大 公 约 数 ， 达 到 一 种 “ 百 炼 钢 化 为 绕 指

柔”的表达效果。

第 二 ， 持 续 反 思 中 国 西 部 地 域 社 会 转 型 中 的 “ 现

代性”困境，彰显中国西部电影现实主义的人文力量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、人口庞大、各区域发展不平

衡的多民族国家，可以说，“前现代”“现代”“后现

代 ” 等 发 展 阶 段 并 存 ， 尤 其 对 中 国 广 阔 的 西 部 地 域 来

说，“现代性”的转型阵痛、文明冲突等问题依然存在

并成为西部地区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性话题。进

入新时代以来，在新西部电影创作的庞大作品序列中，

一系列关注传统社会转型的作品延续了新时期西部电影

的创作脉络。《塔洛》《百鸟朝凤》《米花之味》《气

球》《拨浪鼓咚咚响》《一个勺子》等作品真真切切关

注西部乡村世界在社会变革、历史转型和文明进步过程

中的现实社会生活文化及民族心理，创作视野和艺术手

法令观众耳目一新。传统道德秩序的瓦解和信仰危机、

新型现代伦理观念与保守思想的冲突、典型情感关系的

挖掘呈现等突出的命题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。

第 三 ， 以 “ 儿 童 本 位 ” 为 表 达 核 心 ， 书 写 儿 童 电

影的西部情怀，推进和丰富了中国西部电影对教育问题

的影像呈现和思考。在新西部电影创作历程中，关注教

育、关注儿童的电影作品《美丽的大脚》《天那边》等

得 到 社 会 关 注 ， 以 强 烈 纪 实 手 法 反 映 了 西 部 教 育 的 现

状 ， 表 现 了 扎 根 西 部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对 教 育 和 理 想 的 坚

守。步入新时代，《树上有个好地方》《闪亮的军号》

《 爷 爷 的 牛 背 梁 》 《 远 山 花 开 》 等 西 部 儿 童 电 影 坚 守

“ 儿 童 本 位 ” ， 站 在 儿 童 的 角 度 ， 用 儿 童 的 视 角 和 心

理，向成人世界争取被尊重的权利，希望成人世界看到

儿童的精神需求。从书写乡村教师奉献精神转向关注儿

童教育和父子代际冲突，新西部电影在更为细微的情感

脉络之中反思乡村教育与少年成长。

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：新时代中国西部

电影新发展与新实践的文化之本和精神之源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

代，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

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”②历经党和人民数十年的团结奋

斗，中国又历史性地完成了脱贫攻坚、全面建成小康社

会的历史任务。这些宏大的时代因素，成为新时代新西

部电影创作的总体社会背景，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乃至中

国文艺所必须回应的历史现实。新时代以来中国西部电

影自觉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，自觉观照西部现

实和人民的物质精神变迁，主动肩负起书写气吞山河的

壮丽史诗的历史使命，为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

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价值参照。

第 一 ， 提 升 中 国 电 影 的 国 际 共 识 ， 强 化 中 国 电 影

的“共同体”美学意识，彰显中国的生态立场和人类关

Exploration  of   Literature  and  Art丨文艺新探 Ｅ


